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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權特刊
 

 

2015/9/25 vol.75
編輯手記  

 

 （電子報如無法正常顯示，請點此連結進入閱覽。）

      本期電子報之主題為「受教育權特刊」，這次人權電子報邀請到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的林佳範
系主任替我們撰寫專文，帶領本報讀者一同來關注並瞭解受教育權之相關議題。

為持續深耕校園以及貼近社會現況，人權電子報也常設「四方觀點」專欄，長期連載校園議題或社會關懷等相關文
章，提供給教學工作者、關心社會的人士做為參考。

此外，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暨資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亦為各級學校教師或從事人權法治相關教育工作者，提
供人權教育問題之諮詢服務，相關辦法請參閱本中心網站：http://hre.pro.edu.tw/（首頁 → 諮詢服務辦法）。

 

      人權教育電子報將持續提供訂閱戶更好的服務，誠摯邀請大家閱畢電子報後，撥空填寫「人權教育電子報顧客滿
意度調查表」。您的寶貴意見，是我們進步的最大動力；對於電子報內容有任何想法，都歡迎您回饋給我們。

 

封面故事  

 

不好的教育是反學習─淺論學生學習權與受教權保障之不同
 文／林佳範 (台灣師大公領系系主任、教育部人權教育輔導群召集人)

  美國的教育哲學家杜威曾提供判斷教育好壞之標準，好的教育會讓學生樂愛學習，而不好的教育會讓學生討厭學
習。以學生是否樂於學習，當作是判斷教育成功與否的標準，從教育之角度，不失為一個重要的參考，可是若當成
是法律主張之標準，老師若認真的教授課程，而學生反而認為壓力很大且討厭學習，學生的家長可否因而主張教師
侵害其學習權，如此則會引起爭議。...（繼續閱讀）

 

時 事 活動預告

 Currents 人權大小事
 國內新聞 Local News

   

 

  
 1. 2015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女
性影像學會

 活動地點：光點華山電影館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

 

http://hre.pro.edu.tw/8-2-1.php?id=93
http://hre.pro.edu.tw/
http://hre.pro.edu.tw/8-3.php?newsid=45
http://hre.pro.edu.tw/article/3881
http://wmwff.pixnet.net/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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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市中區第一廣場 將打造為「東協廣場」
 2015/08/31自由時報

 

2. 徐自強案大逆轉 證據不足是關鍵
 2015/09/01 中央通訊社

 

3. 內政部修正農舍辦法 明訂三類「農民」才可興建
 2015/09/04 環境資訊中心

 

4. 3年緩衝調整配方 反式脂肪將全面禁用
 2015/09/08 蘋果日報

5. 台東縣府四度敗訴 法院：美麗灣復工違法
 2015/09/10 環境資訊中心

6. 邵族新年快樂!祖靈祭列「國家重要民俗」今年更恢復狩獵季
 2015/09/14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

7. 小蝦米告贏大鯨魚 基地台藏社區 害住戶恐懼 中華電首判賠
 2015/09/16 蘋果日報

 國際新聞 World News

  

1. 樹枝塗膠水 地中海「屠鳥」歪風年殺2500萬隻
 2015/09/01環境資訊中心

2. 不滿政府只收50難民 萬民冰島提供食衣住宿
 2015/09/03聯合報

3. 3歲小難民陳屍海灘 為避戰火踏上斷魂路
 2015/09/03蘋果日報

4. 匈牙利軟化放行 上萬難民湧入德奧
 2015/09/06蘋果日報

5. 18歲女欲加入ISIS遭逮 西班牙警將她遊街示眾
 2015/09/07 自由時報

6. 德國新的邊境檢查 毀譽參半
 2015/09/14 德國之聲

7. 奧地利恢復邊境檢查
 2015/09/15 德國之聲

8. 南北半球聯手 挪威給巴西百億護雨林
 2015/09/18 地球圖籍隊

一段1號
 放映日期：10月9日至10月18

日
2. 死刑犯的最後一天(請用ie10
以上瀏覽器開啟)

 主辦單位：大稻埕國際藝術
節

 放映地點：台北市大同區迪
化街一段32巷1號3F (思劇場)

 活動時間：10-08 (四) 19:30
~ 10-11 (日) 19:30

3. 無暴力路跑
 主辦單位：勵馨基金會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月31
日（六）24：00截止

 活動時間：11月21日（六）
上午6：00～10：00（5：00
報到、5：50暖身操）

 活動地點：桃園中正藝文特
區

四方觀點 知 識
 View

 

社會觀察Observation about society
 受教育權的制度性保障：免學費政策|

 文／林柏儀（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
 
    高等教育大幅擴張，各大專校院總體招生數額已經超過報考學生數
額的今日，是否代表人民的「受教育權」已經獲得了充足的保障？或
許，越來越多家長與學子抱怨「教育費用壓垮人們」的當代，我們需
要擴展「受教育權」的概念，從「接受教育的機會」，進一步延伸到
「無負擔地求學的權利」？憲法主流學說認為一項基本權利要能夠實
現，除了直接檢視人民的該項權利是否遭受侵犯外，也須有「制度性
保障」。所謂「制度性保障」，意指政府應當提供特定的制度配置，
確保某項基本權利能夠獲得實現。例如，我國大法官釋字380號解釋
理由書指出：大學自治是作為學術自由的制度性保障；之所以要求大

 

 Knowledge 人權小常識
  

 人權字典 Dictionary

  
 

消除教育歧視公約

 人權小故事
  歷史上的9月

1990/08/04
 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

（WWF）成立

1833/08/29
 導演侯孝賢執導的影片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429742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509010480-1.aspx
http://e-info.org.tw/node/109886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908/36766068/3%E5%B9%B4%E7%B7%A9%E8%A1%9D%E8%AA%BF%E6%95%B4%E9%85%8D%E6%96%B9%E5%8F%8D%E5%BC%8F%E8%84%82%E8%82%AA%E5%B0%87%E5%85%A8%E9%9D%A2%E7%A6%81%E7%94%A8
http://e-info.org.tw/node/110008
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218379/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916/36781208/%E5%B0%8F%E8%9D%A6%E7%B1%B3%E5%91%8A%E8%B4%8F%E5%A4%A7%E9%AF%A8%E9%AD%9A%E5%9F%BA%E5%9C%B0%E5%8F%B0%E8%97%8F%E7%A4%BE%E5%8D%80%E5%AE%B3%E4%BD%8F%E6%88%B6%E6%81%90%E6%87%BC%E4%B8%AD%E8%8F%AF%E9%9B%BB%E9%A6%96%E5%88%A4%E8%B3%A0
http://e-info.org.tw/node/109796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431620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international/20150903/684068/3%E6%AD%B2%E5%B0%8F%E9%9B%A3%E6%B0%91%E9%99%B3%E5%B1%8D%E6%B5%B7%E7%81%98%E3%80%80%E7%82%BA%E9%81%BF%E6%88%B0%E7%81%AB%E8%B8%8F%E4%B8%8A%E6%96%B7%E9%AD%82%E8%B7%AF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150906/36763296/%E5%8C%88%E7%89%99%E5%88%A9%E8%BB%9F%E5%8C%96%E6%94%BE%E8%A1%8C%E4%B8%8A%E8%90%AC%E9%9B%A3%E6%B0%91%E6%B9%A7%E5%85%A5%E5%BE%B7%E5%A5%A7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436386
http://www.dw.com/de/lob-und-tadel-f%C3%BCr-neue-grenzkontrollen/a-18713748
http://www.dw.com/de/jetzt-auch-grenzkontrollen-in-%C3%B6sterreich/a-18716719
http://world.yam.com/post.php?id=4678
http://www.accupass.com/event/register/1508010641501646793104
http://vmen.goh.org.tw/run/index.php
http://hre.pro.edu.tw/core/4550
http://hre.pro.edu.tw/history/91
http://hre.pro.edu.tw/zh.php?m=9&c=1254276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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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組織與運作應朝向內部自治，是為了確保學術自由的落實，而應
當一併採行的制度。...（繼續閱讀）
 
 
 
 
 
 
 
 

 

「悲情城市」，獲得威尼
斯影展金獅獎

評 論  

 
Comment 人權藝文

人權書房 Book Review
 

  《為未來而教：葉丙成的 BTS 教育新思維》 翻轉教育，改變孩子的未來 | 
 

文／王乾任（文字工作者）
 

 

《書籍簡介》

累積十五年的教學歷程，以及幾年來面對來自各年段教

育工作者的挑戰與質疑，他在新書《為未來而教──葉

丙成的 BTS 教育新思維》中，首次系統性闡述他對

「為師者」的價值理念與詮釋，勾勒他所見的「未來人

才」應有的樣貌，也剖析他對來自國外與源自本土「創

新教學」的看法，強調「別被別人綁住，走出自己教學

風格」的重要。 除此之外，葉丙成也首度在本書完整

梳理他以「了解、引導、觀察、學習」為中心的

BTS（By the student）翻轉教學做法，嘗試以自身經

驗，詮釋眾多教育工作者對「翻轉」的種種疑惑：
 

教師如何營造「修課有如線上打怪」的遊戲式學習？
 

為什麼「簡報課」不能用「教」的？如何在一節課內改

造同學「不敢看人」的習慣？
 

為何從「胡搞瞎搞」的過程，反而能讓學生獲得「自信

與品味」？
 

讓學生自己設計作業、自己出題，為什麼很重要？如何

做？
 

同儕相互評分，怎麼開始？可以達到什麼效果？
 

書中處處可見一位「熱血教師」的不藏私傾囊相授：

BTS教學的5個步驟、翻轉起步走5要件、讓學生「非看影片不可」的4祕訣、創新教學7原則、7個重點輕鬆錄製

導讀影片、輕鬆翻轉的13個步驟、「老仙角」教授的21個教學信條……這是一本觀念與實務兼具的教育趨勢專

書，對關注國內教育改革的政策制定者、期待提升自我教學效能的教育工作者，以及關心國內未來教育發展的家

長父母而言，在這波台灣翻轉教育風潮中，本書是深具里程碑意義的教育領域專書。

 

 

 

 

 

 

 

- 書籍簡介和作者介紹請參考博客來網路書店 -

 

http://hre.pro.edu.tw/society/3658
http://hre.pro.edu.tw/history/92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7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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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最近幾年，「翻轉教育」在台灣成了顯學，有不少學校老師和公益組織紛紛投入教學方法的重新設計，

試圖以更多新而有效的學習方法，提振學生學習熱情，提高學習成果，進而改變學習環境。台大教授葉

丙成老師，就是翻轉教育大軍裡的箇中好手，除了透過簡報課程和簡報比賽，幫助台大的同學增加學校

體制教育沒教，出社會很重要的簡報與口語表達能力之外，還以遊戲化的方式，改善課程學習方式，提

升修課學生的學習意願，讓枯燥乏味的課程，變得讓同學愛不釋手，甘心熬夜也要破解練習題。......

（繼續閱讀）

 人權電影院 Film Review  

  《逐夢上學路》無法想像的艱辛求學路 | 
 

文／闕小豪（文字工作者）

 

 

 

 

 

 

 

《影片資料》

 

 

 

 

 

 

 

片名：逐夢上學路（Sur le chemin de l'école）
 

影片年份：2012
 

出品國：法國、中國、南非、巴西、哥倫比亞
 

片長：77分
 

導演：巴斯卡‧比松（Pascal Plisson）

 

《劇情介紹》
 

紀錄片《逐夢上學路》從肯亞到摩洛哥、阿根廷到印度，見

證世界各地的偏鄉孩子，克服艱險萬分的上學路。這些小英

雄每天必須面對危機密布的草原或山區、毒蛇猛獸的威脅或

身體上的障礙，花上三四個小時的路程趕赴學校，然而再大

的困難和挑戰，都無法阻止他們上學的大大渴望！如此嚴苛

的求學過程，就是一場象徵決心的成年禮，對教育的極度渴

望幫助他們克服所有障礙，讓人從中見識到強大動人、震撼

人心的人性精神！

 

《影評》
 

這部紀錄片電影紀錄了四個偏遠家庭孩子的上學過程，他們

上學的路程非常艱辛，是一般已經在高度文明社會生活慣了的我們難以想像的。鏡頭呈現出來的大自然畫面非常

美，音樂也配的很棒，步調流暢；會建議孩子還在唸書的父母們，可以找機會與孩子們一同欣賞這部電影。影片

以一天之中的數個生活片段作為分區，穿插介紹四組小朋友們的生活，像是起床後準備上課前都在做什麼（可不

 

http://hre.pro.edu.tw/bedu/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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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都市小孩可以睡過頭，再由父母開車送到學校，連早餐都準備好。）、要幫忙家裡做些什麼工作、有什麼宗教

信仰、上學的目標又是什麼等等。...（繼續閱讀）

 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暨資源中心 人權電子報 第75期  2015/9/25 發刊  

http://hre.pro.edu.tw/vedu/4083

